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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基本耗（传）热量
简易计算方法
内蒙古科技大学　董进忠☆

摘要　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基本耗（传）热量是负荷计算的基础数据。传统的计算过程比较

烦琐且重复量较大。在围护结构稳定传热的理论基础上，总结出简易计算方法，该方法简便、

实用。实例计算表明，该方法与传统计算方法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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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传统计算方法和简易计算方法的比较

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基本耗（传）热量的计算，是

指设计条件下，由温差引起、按照稳定传热的计算，

冬季为失热，夏季为得热，传热方向相反。通用的

计算公式为

犙＝犓犉（狋ｎ－狋ｗ）α＝犓犉αΔ狋 （１）

式中　犙为围护结构基本耗热量，Ｗ；犓为传热系

数，Ｗ／（ｍ２·℃）；犉为围护结构表面积，ｍ２；狋ｎ为

室内温度，℃；狋ｗ 为室外温度，℃；Δ狋为室内外温

差，℃；α为温差修正系数。

１．１　传统计算方法

以天津市某民用办公建筑的办公室（编号为

１０１）为例，用列表法计算各围护结构的基本耗热量。

传统的计算结果见表１。从表１中不难看出，

外墙、外窗、外门、屋顶、地面等围护结构的基本传

热量计算重复次数较多，且烦琐。

１．２　简易计算方法

由稳定传热理论和式（１）可知，建筑物围护结

构的基本传热量仅与建筑物的构成材料有关，即与

传热系数犓相关。其他参数均根据建筑所在地区

和设计条件确定，如室外温度、建筑尺寸等。一旦

各种参数确定，代入式中计算即可，不会因为围护

结构的位置（东西南北或内外墙、门窗和屋顶）和时

间（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刻）而发生变化。从表１

中可看出，东西两外墙和外窗计算出的结果是相同

的。

下面介绍简易计算方法和过程。

对于建筑物而言，围护结构就是墙体、门窗、屋

顶和地面。首先要确定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犓

值，有无外墙保温、门窗类型等；室内外温度由当地

气象参数和设计条件确定；面积犳按１ｍ２计算；则

单位面积稳定传热耗热量计算式变为

狇＝犓αΔ狋 （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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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　房间传热量计算表

房间编号 围护结构 传热系数犓／ 室内计算温度 室外计算温度 室内外温差 温差修正 基本传热量

面积计算 面积犉／ｍ２ （Ｗ／（ｍ
２·℃）） 狋ｎ／℃ 狋ｗ／℃ Δ狋／℃ 系数α 犙／Ｗ

１０１ 北外墙 １２×６ ７２ １．５７ １８ －９ ２７ １ ３０５２．１

西外墙 ２１×６－６×１．５×２ １０８ １．５７ １８ －９ ２７ １ ４５７８．１

东外墙 ２１×６－６×１．５×２ １０８ １．５７ １８ －９ ２７ １ ４５７８．１

东外门 １．５×２ ３ ４．６５ １８ －９ ２７ １ ３７８

西外窗 ６×１．５×２ １８ ５．８２ １８ －９ ２７ １ ２８２９．６

东外窗 ６×１．５×２ １８ ５．８２ １８ －９ ２７ １ ２８２９．６

屋顶　 ２０．６３×１１．２６ ２３２．３ ０．９３ １８ －９ ２７ ０．９ ５２４８．８

合计　 ２３４９４．３

　　以上述建筑为例，墙体单位面积耗热量狇墙体＝

犓αΔ狋＝１．５７Ｗ／（ｍ２·℃）×１×２７℃＝４２．４Ｗ／

ｍ２；同理：狇窗＝５．８２Ｗ／（ｍ２·℃）×１×２７℃＝

１５７．１４Ｗ／ｍ２；狇门＝４．６５Ｗ／（ｍ２·℃）×１×２７

℃＝１２５．６Ｗ／ｍ２。

以上数据一旦确定就成为定值，不会因为建筑

物的朝向和房间楼层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变化。所

以，可以直接用于不同围护结构基本耗热量的计

算。

接下来统计房间各围护结构的面积犉犻，再与狇

相乘，即可计算出各房间围护结构的基本耗（传）热

量。

犙犻＝犉犻狇 （３）

　　以上述计算为例，表１中北外墙犙北外墙＝狇墙体

犉北外墙＝７２ｍ２×４２．４Ｗ／ｍ２＝３０５２．８Ｗ，东外窗

犙窗＝狇窗犉窗＝１５７Ｗ／ｍ２×１８ｍ２＝２８２６Ｗ，屋顶

犙屋顶＝狇屋顶犉屋顶＝２２．６Ｗ／ｍ２×２３２．３ｍ２＝５２５０

Ｗ。

从计算结果对比不难看出，简易计算计算结果

与传统计算计算结果几乎相等。

１．３　简易计算方法的实际应用

表２为利用简易计算方法的计算表格。

表２　围护结构耗热量计算表

房间编号 围护结构 单位面积耗 基本耗（传） 耗热量修正

面积计算 面积 （传）热量 热量 朝向 风力 合计 修正后耗热量

犉／ｍ２ 狇／（Ｗ／ｍ２） 犙／Ｗ 狓ｃ／％ 狓ｆ／％ 狓ｃ＋ｆ／％ 犙ｘ／Ｗ

１０１ 北外墙　 １２×６ ７２ ４２．４ ３０５２．８ ０ １００ ３０５２．８

东西外墙 （２１×６－６×１．５×２）×２ ２１６ ４２．４ ９１５８．４ －５ ０ ９５ ８７００．５

东外门　 １．５×２ ３ １２５．６ ３７６．８ －５ ９５ ３５８．０

东西外窗 ６×１．５×２×２ ３６ １５７．１４ ５６５７．０ －５ ９５ ５３７４．２

屋顶　　 ２０．６３×１１．２６ ２３２．３ ２２．６ ５２５０．０ ０ １００ ５２５０．０

合计　　 ２３４９５．０ ２２７３５．５

　　从表２中可知，对于朝向修正系数相同的围护

结构可以合并计算，最终计算结果与传统计算结果

几乎相等。

综上所述，对于稳定传热的建筑物围护结构，

其基本耗（传）热量简易计算方法大大简化了计算

过程，降低了计算工作强度，计算结果与传统计算

结果非常接近。所以，此简易计算方法针对建筑物

围护结构的基本耗（传）热量计算简便且实用。

对于计算机或专用计算软件而言，由于基于原

计算耗热量表格内的参数，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的基

础数据量较多，一旦某数据出错或调整，最终计算

结果偏差太大。而利用简易计算方法时，输入的基

本参数量减少，有利于改进运算程序，且使其运算

速度和精确度得到提高。

２　简易计算方法在非稳定传热过程中的应用

对于非稳定传热的建筑物围护结构基本传热

量，传统的计算方法是以室外温度随时间变化逐时

计算围护结构传热量。实际上围护结构的传热系

数犓、室内计算温度狋ｎ不变，只是对室外逐时温度

进行修正后按稳定传热理论进行计算的。

所以，在应用简易计算方法针对非稳定传热计

算建筑物围护结构的基本传热量时，首先确定并计

算围护结构室外逐时温度狋ｗ（τ）：

狋ｗ（τ）＝（狋ｃ（τ）＋狋ｄ）犽α犽ρ （４）

式中　狋ｃ（τ）为围护结构计算逐时温度，℃；狋ｄ为设计

地点修正值，℃；犽α为外表面放热修正系数；犽ρ为

吸收修正系数。

然后可计算出围护结构的单位面积逐时传热

量狇（τ），即可应用简易计算方法。

下面以西安某建筑为例，介绍简易计算法的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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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室内计算温度２６℃，屋顶的传热系数犓＝

０．４８Ｗ／（ｍ２·℃），１３：００时室外计算温度为３６

℃，计算传入室内的热量犙（τ）。

１）传统计算方法

计算式为

犙（τ）＝［（狋ｃ（τ）＋狋ｄ）犽α犽ρ－狋ｎ］犓犉＝（狋ｗ（τ）－狋ｎ）犓犉

（５）

　　将已知参数代入式中，得：

犙（τ）＝［（３６℃＋０．４℃）×１×０．９４－２６℃］×０．４８Ｗ／（ｍ
２·℃）×２８．７ｍ２＝

（３４．２２℃－２６℃）×０．４８Ｗ／（ｍ２·℃）×２８．７ｍ２＝１１３．１８Ｗ

　　计算过程中把计算式里所有的参数列表进行

计算。

２）简易计算方法

将已知参数代入式（４）计算室外逐时温度，得：

狋ｗ（τ）＝（３６℃＋０．４℃）×１×０．９４＝３４．２２℃

　　就某时段而言，狋ｗ（τ）对于屋顶是定值，则１３：００

时屋顶狇（τ）＝（狋ｗ（τ）－狋ｎ）犓＝（３４．２２℃－２６℃）×

０．４８Ｗ／（ｍ２·℃）＝３．９５Ｗ／ｍ２。

将已知参数代入式（３），计算围护结构基本耗

热量，得：

犙（τ）＝３．９５Ｗ／ｍ
２
×２８．７ｍ

２
＝１１３．７Ｗ

　　可见，简易计算方法与传统计算方法的计算结

果相差０．１９Ｗ，几乎相同。

同理，其他如墙体、门窗，只要确定了狋ｗ（τ），则

狇（τ）也就成为定值。所以，用简易方法计算围护结

构非稳定传热时，列表中可以略去很多系数项和常

数项，把狇（τ）对应时间列入，计算简单、方便、明了，

计算结果与传统计算方法的几乎相等。

３　结语

本文结合实际工作经验，得出建筑物围护结构

的基本耗（传）热量简易计算方法，该方法简化了计

算过程，降低了计算工作强度，简便、实用。通过实

例验证，计算结果也较准确。此简易计算方法不仅

适用于稳定传热的围护结构，同时也适用于非稳定

传热的围护结构。简易计算方法由于输入的基础

数据量减少，对于计算机或专用计算软件，有利于

改进运算程序，使其运算速度和精确度得到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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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会讯·

２０１２中国天津制冷暖通空调年会召开

　　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在天津召开。天津市制冷学

会副理事长、天津大学由世俊教授致开幕词，中国制冷学会

副秘书长荆华乾致贺词。由世俊教授介绍了第１８届全国

暖通空调制冷学术年会的盛况并宣布２０１４年第１９届全国

暖通空调制冷学术年会将在天津召开。天津市建筑设计院

伍小亭总工介绍了ＧＢ５０７３６—２０１２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

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的编制背景、适用范围、主要内容、标准

特点，重点解析了气象参数更新、室内设计参数、空调冷负

荷计算、散热器供暖供回水温度、民用建筑室内设计新风量

等。天津市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、天津大学马一太教授

和天津工业大学何耀东教授介绍了地源热泵技术发展状

况、工质替代及能效等问题。天津商业大学申江教授等人

及企业代表也作了报告。

（本刊特约通讯员　吴延鹏）

北京制冷学会召开第７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１１届学术年会

　　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５日，北京制冷学会举办第７次会员

代表大会暨第１１届学术年会。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党

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夏强，中国制冷学会副理事长、国内

贸易工程设计院院长孟庆国，中国制冷学会秘书长金嘉

伟等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。第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周

远院士致开幕词，第６届理事会理事长孙杰作第６届理

事会工作报告。大会选举产生了由７４名理事组成的第

７届理事会。清华大学江亿院士作了《对空调制冷领域

未来发展的思考》的报告，介绍了目前空调制冷系统现

状与需求、空调制冷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、可能的解决

方案和有待解决的核心关键技术。会议出版了《北京制

冷学 会 第 １１ 届 学 术 年 会 论 文 集》，收 录 论 文

３３篇。　　　　

（本刊特约通讯员　吴延鹏）


